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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国外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特点进行总结,分析我国国家公园开展生态旅游的优势。 对照

国内外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的差异,结合国内国家公园建设背景,提出了坚持资源保护与合理开

发相结合、完善资源指标和社会指标协调发展、制定和完善我国生态法律体系、加强社区参与和健

康可增长的资金运转机制、深化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的科教元素等一系列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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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tourism
 

development
 

in
 

foreign
 

national
 

parks
 

and
 

analyzed
 

the
 

advantages
 

of
 

ecotourism
 

development
 

in
 

domestic
 

national
 

park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s
 

of
 

ecotourism
 

development
 

in
 

national
 

parks
 

at
 

home
 

and
 

abroad,
 

combined
 

with
 

the
 

back-
ground

 

of
 

national
 

park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strateg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tourism,
 

such
 

as
 

the
 

combination
 

of
 

resource
 

protection
 

and
 

r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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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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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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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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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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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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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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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and
 

educational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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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
tourism

 

in
 

national
 

p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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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范围内,国家公园已成为备受关注的环

保领域,其宗旨在于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

设。 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生态旅游”热潮中,我国

国家公园也成为发展生态旅游热点区域之一。 通过

收稿日期:2022-04-18.
资助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国家公园中心项目(GJGY2021-YB001).
第一作者:张思嘉(2003-),女,湖北襄阳人 . 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 . Email:2143821925@ qq. com
责任作者:刘宇翔(1980-),女,四川西昌人,副教授 . 研究方向为生态旅游、乡村旅游 .

 



张思嘉,等:基于国内外国家公园差异的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

对比国内外国家公园的差异,借鉴国外国家公园生

态旅游的特点,并以我国国家公园的优势为支撑,进
行策略性研究,旨在打造一个具有中国化、时代化和

世界兼容性的国家公园,目前中国国家公园的建设

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 2022 年 11 月 8 日,国家林

草局连同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于 2022
年 11 月 8 日发布了《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其
中选定了 49 个自然保护区作为国家公园候选区,范
围覆盖各类天然生境,如树木丛生的地区或广袤无

垠的大片土地等各种类型的环境元素,也包含拥有

丰富自然景色风貌或珍稀动植物种类的地区,涉及

700 多个现有自然保护地、10 个世界自然遗产、2 个

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以及 19 个世界人与生物圈

保护区;并明确将以“生态优先”为原则,通过完善

管理体制机制、加强法制建设、强化公众参与、优化

空间配置等措施推动国家公园健康快速发展。 相比

于国外国家公园百年的建设历程和发展数量,我国

在设立国家公园方面较为迟缓,直至 2021 年才正式

设立了首批国家公园。 国外国家公园在景点名片建

设、法治文化发展和社区共管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效,我国应借鉴国外国家公园建设和管理先进经验,
充分发挥本土优势,积极推进国家公园的发展,从而

促进生态旅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国外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特点

1. 1 特有的景观名片

国家公园,作为一个备受瞩目的旅游胜地,以其

独有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吸引着来自世

界各地的游客,这些特性决定了其是从事自然教育、
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和生态旅游等活动的理想场所。
世界各地的国家公园皆有其独特之处和悠久历史渊

源。 例如冰岛的瓦特纳冰川国家公园,以其独特的

自然景观小冰川、火山、峡谷、森林和大瀑布群,成为

冰岛最大的国家公园之一,因此这片土地也被当地

人尊称为“冰与火之地”。 湖区国家公园,作为英国

最大的国家公园,以其壮丽的湖泊、高山和国家自然

保护区而著称,被誉为英格兰最美丽的地区之一,同
时也是英国备受欢迎的度假胜地之一。 比亚沃耶扎

国家森林公园坐落在俄罗斯联邦欧洲森林地区,这
里为原始森林,动植物资源丰富,是当地得天独厚的

自然宝藏,不仅拥有世界少有的热带雨林,而且还是

世界上最主要的野生动物生境之一。 劳特布龙嫩山

谷国家公园位于瑞士阿尔卑斯山脉隐秘山谷中,是

瑞士最大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因瀑布景观壮观而

闻名遐迩。 位于希腊爱琴海塞尔迈湾北岸的奥林匹

斯山国家公园,蕴含着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和文

化遗产,是不可多得的自然宝库。 这些国家公园无

不拥有其特有的景点名片,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优

势吸引着大批游客与自然爱好者去探寻。
1. 2 法制建设健全

国外国家公园法制建设相对健全。 以美国黄石

国家公园为例,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在法律

制度建设上比较完善。 黄石国家公园的管理主要参

照美国《国家公园服务局管理条例》,其体系涵盖了

公园系统规划、土地用途管理、自然资源利用管理、
人文资源管理、教育科学研究项目、公园绿地使用、
公园设施运营及为游客提供服务管理等 10 个部分。
这些法规对公园管理中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及对应

解决措施作了详细规定。 从立法权看,只有联邦立

法和行政机构能够制定与国家公园相关的各类法

律、规章和政策,而其他州的法律并不能作为管理国

家公园的根本准则[2] 。 此外,各国公园保护的侧重

点有所不同,如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管理模式可分

为政府保护管理、共同保护管理、私人保护管理、土
著社区管理 4 种类型[3] 。 这类国家公园在管理保

护、工作重心等方面通常以自然区域特征为依据,以
生态代表性为原则来规划区域顶层发展,更具科学

性[3] 。 为了确保生态环境自然保护区域的管理得

到更好的保障和执行,一些早期设立的国家公园已

经开始关于立法研究与实施的工作,如加拿大的相

关法规明确“全面保护猎物、鱼类或野生鸟类”的要

求。 尽管保护性机制后来才建立,但加拿大的保护

法中保护的色彩非常浓厚[4] 。 加拿大国家公园从

成立之日开始便得到政府保护并有一整套法律保护

措施。 早在 1885 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制定的《落基山

公园法案》就已经起到了规范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建

设的关键作用。 20 世纪初期加拿大颁布《国家公园

法案》,1988 年修订法律条例。 该议案对国家公园

的地位、内涵、设立目的、建立程序、管理措施等各方

面事项均进行了明确规定[3] 。 由此可见,国外国家

公园立法较早,建设进程逐渐完善,有效地促进了生

态旅游在国家公园中可持续性发展。
1. 3 实行共管机制,引导社区参与

国外国家公园能给地方社区创造可观的财富。
例如,美国国家公园规划截至 2019 年共接待世界范

围内约 3 亿人次,并且可为本地社区带来约 21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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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的运营收入,还能每年为社区居民创造至少 34
万个就业岗位。 所以,对国家公园原住居民安置而

言,搬迁并非唯一保护方式。 可以利用原住民对当

地自然保护区的了解,由当地政府或相关部门聘用,
并培训其相关的讲解知识及应急技能,以参与国家

公园的生态旅游开发。 在美国国家公园的发展历史

中,印第安人的迁移问题曾经受到普遍重视。 一些

学者认为“印第安人迁移政策的根源是美国想要创

造无人居住的荒芜之地”。 但正如加拿大班夫国家

公园案例所示,原住民迁移政策旨在保护野生动物、
规范野外狩猎、开发旅游目的地以及对土著民的文

化征服,并非要营造自然保护区无人居住荒原景观。
加拿大国家公园开发过程中,原住民是吸引游客至

国家公园的重要资源。 通过建立原住民小镇,既能

给游客一个休憩场所,也能给国家公园增添特有的

人文色彩。 于是,1930 年后加拿大其他国家公园也

相继于自然保护区中新建了不少城镇,如班夫国家

公园等。 城镇常住人口由 1887 年的 650 人发展到

1911 年的 2 000 人[4] 。 建设国家公园的核心目标是

为动植物建立良好的生态保护区,而不是把其改造

成荒野。 加拿大政府在 1850 年签订的《鲁滨逊条

约》中,除声明保护本地居民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之

外,对土著居民狩猎、捕鱼等权利也有明文规定[5] 。
因此国家公园要以社会利益群体为共建共管伙伴,
统筹政府、国家公园、社区间合作管理机制,引导社

区居民共同参与国家公园开发与建设,使其由传统

资源利用者变为资源守护者、文化传播者。 通过与

原住民合作,保护其权益和文化,以及在国家公园内

建立原住民居住地,更好地实现公园的可持续发展,
并为游客提供独特的体验。
1. 4 自然教育解说系统完善

国家公园是最优质的生态产品、天然的自然课

堂、充满魅力的生态体验胜地。 美、日等国已采用国

家公园结合科学教育的方式进行较多环境教育、生
态体验项目。 美国国家公园以建设完备的环境教育

体系和设计多样丰富的生态体验项目为手段,使大

众全面了解国家公园涉及的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

等,认识到国家公园对自然生态系统、历史文化资源

等保护的重要性[6] 。 “少年护林员计划” [2] 是一个

适合于 4 岁以上青少年的具体案例,通过使用活动

手册来教授关于国家公园自然景观、地热地质特征、
野生动植物及火源生态学的相关信息,同时也会授

予相应徽章作为奖励[7] 。 在日本西表石垣国立公

园中,同样实行了一系列类似的生态教育活动,例如

与公园联合的“自然教育计划”等,旨在加深游客对

其特有物种西表猫的了解,以此来促进游客积极参

与到保护这种动植物及其栖息地的工作中。 这个项

目包含了一些针对小学生的专门课程,用于提高其

环保观念和科学素养[8] 。 这些生态体验项目使大

众既能欣赏到自然之美,又能通过科教结合等形式

使参与主体在生态旅游过程中掌握生态知识,增强

环境保护意识。

2 国内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开展优势

2. 1 “一园一法”的法律机制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国家公园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而其

所在地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也相应地发布了相关的

实施条例。 这种方式形成统一事权,分级管理,由中

央管理为主,各地区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设定具

体的规则和完善各种管理措施。 这从本质上构建了

一个全面且精确的国家公园“一园一法”的法律框

架,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均遵循这一原则。 “一园

一法”机制的优势:(1)规定国家公园的边界、禁止

破坏性开发、限制污染等,从而保护公园内的生物多

样性和自然景观,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2)建立

权责清晰的管理体系,明确公园管理者的职责和权

力,确保公园的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3)兼顾各

方利益,法律能够给公众提供参与公园管理和决策

的机会,维护公众权益,同时法律还可规定经营者与

游客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以保证其在享用旅游资源

时不会损害生态环境及公园。
2. 2 兼具精神文化价值和教育美育功能

国家公园作为自然保护区,承载着宝贵的自然

资源和生态系统。 公园内的多样性生物群落、珍稀

濒危物种以及自然景观均展示了地球上丰富多样的

生命形式。 自然资源本身是文化传承中的一项重要

内容,同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习俗及精神信仰息息

相关。 公园内不仅有着独特的自然景观,也包含着

丰富的地质、生物、社会等方面知识。 国家公园可以

通过多种教育活动和信息展示,向公众传授关于自

然环境、生物多样性、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知识。 公园

的参观者可以通过观察、学习和互动,增进对自然的

认识和了解,培养环境意识和保护意识。 国家公园

兼具精神文化价值和教育美育功能,所以打造国家

公园既是生态建设也是文化建设的需要,其不仅向

人们展示了自然的美丽和奇迹,也是教育和激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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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保护环境的重要途径。 在国家公园的建设和管理

中,共同呵护自然、传承文化、推动可持续发展。
2. 3 资源类型丰富,地形地貌多样

中国孕育着多样而独特的生态系统,既有丰富

的海陆资源,也有多样的地形地貌特征和四季气候

类型。 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中国的国家公园具有丰富生态资源。 如地处内陆高

原生态系统的云南普达措国家公园,既有暗针叶林

植被的原生森林,也有沼泽和亚高山草甸及高原湖

泊。 自然保护区中的地形地势、湖沼盛泽、林间草

地、山涧溪流、国家保护动物等生态资源保存完好。
神农架国家公园拥有亚热带泥炭藓型湿地森林生态

系统和北亚热带森林湿地生态系统,是世界生物活

化石聚集地和古老、珍稀特有物种避难所,素有“大

地之肾”“大地之肺”的美誉。 祁连山国家公园作为

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保护珍稀特有动植物、建
立西部山地的生态屏障以及保护水源区起着决定性

影响,其是典型的温带荒漠草原、寒温带山地针叶林

和高寒草甸复合生态系统的象征。 国家公园在保护

生态安全屏障、核心水源区以及野生动植物等方面

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丰富的资源类型和多样的地

形地貌为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开展提供了有利的客观

条件。
2. 4 跨区域、跨部门协调机制完善

由于我国过去的自然保护地系统发展计划缺

失,引发了一系列如重复设立、多个主体监管、边界

划分及责任分配模糊等问题,使得保护与发展的冲

突变得尤为显著, 进而严重影响到整体保护效

果[11]
 

。 为解决这些问题,各地区的国家公园试点区

域均成立了国家公园管理机构,推动了自然保护区

的机构合并和人力的优化配置,并完成对自然资源

所有权范围的确立和注册手续,基本实现了由单一

部门来承担整个国家的公园管理工作。 全国共有

10 个试点区域采用了中央直接管辖、中央联合地方

治理、完全由地方管理 3 种不同管理方式[10] 。 在推

进国家公园社会化管理改革过程中,必须继续深化

实现央地一体化共建与协同配套发展,以构建一种

能使法律制度管理框架合理、财政支持充足、先进人

才技术支撑以及社区和谐共生的管理运作协调体

系。 如东北虎豹栖息地国际巡游者竞技赛就是东北

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与 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合

作举办的。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作为国家跨境与

跨界经济合作的重要借鉴与经验,起到了一定的示

范或引领辐射作用。

3 基于差异化的我国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

策略

3. 1 文旅融合:推动旅游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作为自然保护的主要载体,国家公园拥有丰富

的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能为生态旅游带来独特的

感受和价值。 国家公园建设和发展可以通过整合资

源、优化产业布局、提升服务品质等措施,推动旅游

产业从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
3. 1. 1 优化资源配置

通过合理的规划和使用,国家公园实现了旅游

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了资源的全面运用效率,并整

合和保护了众多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
3. 1. 2 提升服务品质

国家公园以提升服务品质和旅游体验为重点,
推动旅游产业向高质量方向发展。 为满足游客对高

质量服务和个性化需求,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旅行

产品及服务。
3. 1. 3 促进产业升级

国家公园的发展将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升级和转

型。 旅游产业将从传统的低附加值产业向具有高附

加值和创新能力的产业转变,推动整个供应链的优

化和升级。
3. 1. 4 加强规划和管理

国家公园的建设和发展需要科学的规划和有效

的管理。 通过强化管理机制、健全规划体系、保护自

然环境和文化遗产等措施,实现旅游产业有序发展。
这一系列措施能够促进旅游产业的升级和转型,提
升整体的供给质量和竞争力,推动国家公园生态旅

游的可持续发展。
3. 2 协调发展:完善资源指标与社会指标的平衡

发展

在国家公园开发中,研究人员经常关注旅游环

境容量( TECC)及其相关研究,以确保旅游的可持

续发展。 TECC 又称旅游环境承载力( tourism
 

envi-
ronmental

 

control),是指单位时间内某一旅游地维持

一定的游客使用水平,但不影响游客体验和破坏环

境的利用强度[11] 。 因此,为避免旅游业像早期工业

化阶段那样经历“先破后立”的过程,公园管理局制

定了“游客体验和资源保护”策略,简称 VERP [12] 。
VERP 的核心内容包括资源指标和社会指标[12] 。
资源指标是指旅游者在游览过程中如生态足迹和碳

足迹等对于自然资源的影响程度。 这些指标要求游

客在生态旅游过程中不对公园的保护物种和生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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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造成压力。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确保资源指标在

合理范围内,需要严格限制游客活动的数量、时间和

范围。 社会指标是指旅游者对当地社区的支持程

度、文化遗产的保护等社会影响。 在游客参与过程

中,应注重尊重和保护当地社区利益,避免破坏当地

文化遗产。 通过 VERP 的实施,游客对自然资源和

社会产生的正面、负面效应可以得到监控和控制。
因此,要让资源指标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实现生态旅

游可持续发展,游客在开展生态旅游体验过程中,一
定要严格按照规定的限定区域组织开展体验旅游

活动。
3. 3 制度建设:构建与完善我国的生态旅游法律

体系

建立国家公园相关法律制度,使生态旅游有法

可依、有章可循,才能实现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国家公园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国家公园法将与我

国自然保护地、自然遗产等法律相关联,还涵盖《中

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

森林法》《风景名胜区条例》等多部环境单行法和其

他许多地方性法律法规等[9] 。 国家公园在我国属

于一种新型的生态自然保护区类型,这些试点的建

设过程中存在着一定不足,导致现有体系不能完全

满足对国家公园全面有效的保障需求。 故而必须从

全国层面上加强这方面的法治工作并逐步推进各项

配套措施以促进该项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在执法

方面,应建立监督执法小队,引导规范旅游活动和旅

游者行为,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旅游体验,同时保护自

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因此,无论是政府、公
园管理机构,还是广大游客、相关利益方,均应在共

同维护国家公园生态平衡的同时,做到有法可依、有
章可循。
3. 4 社区参与:推动资金健康运转与社区参与互动

在生态旅游过程中,本地社区不仅充当了热情

的支持者,也可能成为隐性的破坏者,缺乏其主动投

入的活动必然会以失败告终。 社区的介入程度对于

生态旅游企业的环境发展有着一定的推进与监管效

果。 而生态旅游社区居民的参与行为主要表现在参

与生态旅游的教育培训、生态旅游的决策、生态旅游

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旅游的利益分享[13] 。 由于我国

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是中央主管、地方辅管,所以国家

和政府应承担一笔资金支出,同时也可以建立多元

化的资金来源[14] 。 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并不单纯以

营利为目的,主要是本着绿色健康旅游的理念,让民

众更多地了解生态系统,树立起保护环境的意识。
因此,为获得健康可增长的资金运转机制,在不破坏

自然生态环境的情况下可设计健康绿色可持续性发

展的盈利项目。 例如,将旅游者在自然保护区中捡

到的落叶落花进行压花艺术制作,而其只需支付制

作时的工具费用即可。 这样合理的资金收费运作方

式不仅极大改善了资金收支运转的体系,也能使资

金持续良性地增长,并且符合生态旅游可持续性发

展理念。
3. 5 科教融合:深度发展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增加

科教元素

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旅游目的地,国家公园融合

了各种元素如科考、教学与娱乐等功能。 在严格保

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也肩负着提升百姓生活水平的

重任。 在国家“双减政策”方针指导下,国家公园的

生态旅游将成为青少年最佳的第二课堂[15] 。 这不

仅仅是对传统教导模式的一种复归,更能使其有机

会亲身实践并在其中获得知识,同时也促进了青少

年道德修养、智力及体魄的健康发展。 通过文化的

传播来推进自然资源的管理利用是生态旅游的目标

之一,需要构建一套符合中国特色且完整的生态文

化和管理体制机制。 此外,在科学教育方面,游客可

以参与自然科学实验互动和交流,使实验室的研究

突破教室的限制,并融入到自然环境之中。 深入挖

掘自然界丰富的科学要素,开展研学旅行活动,实现

人文 +研学、历史 +研学、美育 +研学、科教 +研学等

一系列有针对性和吸引力的探究式旅程,引导大众

走进自然,把科普教育的理念悄然渗透给每个人。
在自然保护区中,最好的生态系统、最独特的自然景

观、最精华的自然遗产均被纳入了国家公园范畴,让
更多人接触到大自然这个天然的教育基地进而增强

自身的环境意识以及感知的深度、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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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美玲,等:“桃源”空间营造探析

5 结　 语

　 　 以重庆酉阳桃花源景区世外桃源节点为研究对

象,通过解读桃源思想,结合图示语言对桃花源空间

整体布局、空间游览路线、空间层次、空间序列进行

分析,得出其“巧于因借”的自然整体布局,曲折变

化的空间游览路线,开—合—开的行走流线,“放—
收—放”的空间形态,“明—暗—明”交替的空间明

暗变化,起段“山穷水复疑无路”的“曲径”入口营造

手法,承段“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

山洞空间营造手法,转段“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田园

村舍空间营造手法,合段“但闻人语响”的山林空间

营造手法,以形传意的植物空间营造手法。 桃花源

是避世的场所,是历史的沉淀、文化的滋养和艺术的

再现,是个人情感和人生感悟的表达。 “桃花源”是

不可或缺的治愈系,每个人精神上都需要一座“桃

花源”,因此,通过景观的方式将“桃花源”再现,使
桃源“阅读者”产生精神共鸣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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